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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音演唱的藏族伯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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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增 

 
 
      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一样，均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初级再到高

级。 

      就音乐而言，我们现在所唱的歌曲，一般均由五个音、六个音、七个音组成，人们称它为五

声音阶、六声音阶、七声音阶的歌曲。四声音阶的创作歌曲并不多，但在传统民歌中还有一些。

而三声音阶、两声音阶的传统民歌已很少见，至于由一个音组成的歌曲，因为一个音构不成音

阶，我们称它为“一音歌曲”，那就更难寻觅了。  

      我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民族音乐学田野采风工作已４０多年。最近在整理采录的传统音乐时

发现，在西藏山南地区，还传承着一种一音歌曲的歌种——伯谐。 

 
 
 

源于松赞干布时期 

 
 
 
      １９９３年，西藏大学著名的藏族民族音乐学家雪康·达吉告诉我：在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

农村，至今还传承着藏族古代士兵歌舞——伯谐。伯谐是藏语译音，意为战斗的歌舞。 

      我随即赶到山南地区隆子县雪布乡和贡嘎县甲日乡，对扎西多吉、汪堆顿珠、察巴、泽仁团

顿、俄珠多吉、旦增、扎西罗布、阿旺顿珠、达娃等人进行了采录和考察。他们都是演唱伯谐的

艺人，表演十分熟练，感情投入，虽古朴原始，却虎虎有生气。 

      据艺人们讲：伯谐是松赞干布 公元６１７年至公元６５０年 时期传下来的。靠世袭的方

式传承，祖传父，父传子，代代相传，但不传女。到现在传了多少代，他们也说不清楚。古代，

西藏如出现战争，统治者就根据人们占有耕地的多少，摊派成年男子加入部队前去参战。伯谐就

是士兵出征或凯旋时表演的歌舞。 

     伯谐歌曲部分的旋律，是由一个音构成的，偶有上四度的装饰音出现。这种一音歌曲在国内

堪称“绝无仅有”，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也从未听过，至少可以说“极为罕见”。在其他藏族音

乐中也没有这种一音歌曲。就音乐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测，它应当是相当原始、相当早期的音



乐。  

 
 
 

内容以征战为主 

 
 
 
     伯谐是征战的歌舞，其内容大部分是显示自己武器的精良和士气的旺盛。隆子县雪布乡扎西

多吉、汪堆顿珠、察巴、泽仁团顿、俄珠多吉演唱的伯谐《头上戴的头盔》便是夸耀自己的戎

装，以壮士兵的军威： 

 
      我头上戴的是头盔， 
      它不是头盔是白雪， 
      头戴白雪的只有我。 
      我身上穿的是铠甲， 
      它不是铠甲是山寨， 
      身穿山寨的只有我。 
      我胯下骑的是战马， 
      它不是战马是劲风， 
      乘劲风的只有我。 

 
      他们演唱的另一首伯谐《刀从鞘中抽出一寸时》，则是歌颂佩带的武器，以达到鼓舞士气的

目的： 

 
      这刀从鞘中抽出一寸时， 
      敌人见到浑身抖起来。 
      这刀从鞘中抽出一寸时， 
      刀身闪耀着彩虹般的光彩。 
      这刀从鞘中抽出一寸时， 
      刀尖显露着锋利的气概。 

 
 

 
形式为一领众和 

 
 
 
      伯谐的歌唱为一领众和。演唱歌词的任务由领唱者完成，和唱者只唱衬词。每首歌领唱者固

定一人，变换曲目方可更换领唱者。和唱人数不限，可多可少。 

      伯谐为徒歌形式，没有任何乐器伴奏。歌曲的旋律基本是一个音，偶尔为了加强歌唱的气势

而加了一个上四度的装饰音。 



     节拍为散板，节奏比较自由，领唱者常随歌词语言、语气的需要而调整歌唱的节奏、力度和

速度。 

      为了增强征战的气势，演唱伯谐全用真声，而且喉音浓重，喉头下沉，近乎吼叫。 
      伯谐可以说是我国现在还在民间传承着的、流传时代相当早的、保存形式非常完整的古代歌

曲。它在我国音乐学术研究、音乐史、特别是藏族音乐史方面，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

值，是一份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人类稀有的口头非物质传统文化遗存。１０年前，我在西藏

采录伯谐时，能演唱的艺人已不多，他们年龄也偏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外来

文化正强烈冲击着我国西藏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对一音歌曲的保护和传承，有待我们更多

的关注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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